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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日本经济社会

生活，一些人推迟了婚姻，还有一些年轻夫妻

因担心院内感染或医疗能力不足而避免怀孕，

造成新生儿减少，导致人口进一步下降。

有测算显示，2020年日本新出生人口低于

85 万人；《日本经济新闻》推测，2021 年新出生

人口可能跌至 70 万人，如果这一推测兑现，日

本的少子化进程将比官方预测提前10年。

人口减少长期困扰日本

疫情发生之前，日本已面临严重的少子老

龄化问题。

统计显示，2019年，日本新出生人口首次跌

破 90万，仅为 86.4万人；综合出生率为 1.36，创

2007年以来最低水平；新出生人口比上一年减

少 5.4万人。日本多个村镇甚至全年没有一名

新生儿。同时，2019年日本死亡人数达137.6万

人，这意味着当年全国人口减少51.2万人，首次

减员超50万人，连续11年人口下降。

人口减少不仅使日本经济社会发展动力

不足，也对其医疗养老等社保制度带来严重影

响。日本津田塾大学教授森天朗指出，由于人

口减少速度大大超过生产力增速，日本经济规

模难以维持，因此提高生育率、增加人口已经

成为日本全社会的重要课题。

日本在上世纪 40年代后期和 70年代中期

出现过两次生育高峰，每年出生人口分别达到

260 万人和 200 万人左右。但之后，新出生人

口逐年下降。预计到本世纪末，日本人口将不

足6000万。

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中年轻

人工作压力大、加班时间长、结婚率低、晚婚晚

育是主要原因。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2019

年，日本婚姻登记数为 58.3万组，创历史新低；

近年来晚婚趋势明显，男性平均结婚年龄为

31.1 岁，女性为 29.4 岁；晚婚导致生育年龄增

高，增加了不孕症风险。

同时，日本社会中妇女因生育而辞去工

作的现象较多。一些有生育能力的家庭，因

经济条件限制放弃了生育第 2 胎、第 3 胎的计

划。虽然一些妇女在孩子入托后重新工作，

但多为临时工、派遣工等非正式岗位，如何为

育儿妇女保留正式工作岗位，仍是日本社会

的重要课题。

竭尽所能提升生育率

解决少子老龄化问题，提升人口生育率是

唯一方法。去年 12月 14日，日本内阁通过《全

家庭型社会保障报告》，提出“新育儿放心计

划”，推动社保重点从老年人医疗、养老向减轻

年轻人负担、促进生育方向转变。

为提供更高水平的生育医疗服务，日本政

府推出多种举措。一是从 2022 年 4 月开始将

不孕症治疗纳入医保范围；二是积极解决婴幼

儿入托难问题；三是更加合理有效利用儿童补

贴；四是促进男性职员利用育儿假照顾家庭；

五是扩大上述政策措施覆盖范围，使正式结婚

登记的夫妇和事实婚姻的伴侣均能享受到此

政策的实惠。为此，日本政府将在今年 1 月中

旬开幕的国会上提交相关法律修正案，以法律

形式督促上述措施落实。

著名经济学家、日本综合研究所理事长翁

百合说，解决少子化问题没有“万能药”，任何

措施都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实施更加灵活有

效的落实措施，并动员全社会力量综合施策，

方可见效。

人口减少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动力不足——

日本全力应对少子老龄化
本报驻东京记者 苏海河

韩国行政安全部近日公

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韩国

新生儿共计 27.5815 万名，死

亡30.7764万人。这是韩国近

年来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

晚婚晚育、只结婚不生

育早已成为韩国社会普遍现

象，甚至不婚也成了一种新

“潮流”。韩国将单独生活的

未婚人群称为“一人家庭”。

据统计，韩国一人家庭数占总

家庭数的 39.2%。如果加上

未生育的家庭，占比更是达到

了 62.6%。当大部分人都选

择不结婚或结婚不生育，人口

负增长自然成为必然。专家

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

因是生活压力太大。

从宏观层面上看，20 多

年间，韩国经济先后受到亚

洲金融海啸、美国次贷危机

等多次重创，贸易保护主义

和新冠肺炎疫情更令其雪上

加霜。国家经济发展乏力直

接体现在老百姓的“饭碗”

上。比如，很多韩国企业的

终身聘用制被打破，就业问

题持续恶化，还衍生出了庞

大的临时工群体等。

虽然韩国也在着力改善

就业问题，但侧重点更偏向

于弱势群体。其结果是，65

岁以上老年人的就业岗位大

幅增加，但劳动人口就业状

况仍不尽如人意。

青年群体的问题则更为

突出。截至去年 11 月，韩国

青年失业率高达 8.1%。即便

是有工作的青年也大多忙于

生计，积累第一桶金非常不

易，结婚生育计划随之延迟，

意愿也难免降低。

在赚钱难的同时，韩国

房价却连年飙升，这可愁坏

了年轻人。以首尔为例，首

尔 房 价 已 经 连 续 几 年 大 幅

走高，其中仅 2020 年就上涨

了20%。

买 房 难 ，租 房 也 不 易 。

韩国租房方式有些特别，比

较流行的有两种。一种是租

期内不交租金，只抵押保证

金给房东，租期结束后保证

金全额退还。保证金金额巨

大，在首尔，保证金通常为房

价的一半左右。另一种是交

相对较少的保证金，同时每

个月再交一定租金。在房价

飙升的背景下，年轻人不得

不在结婚生育等方面“精打

细算”，将更多精力、财力放

在住房问题上。

从微观层面来看，韩国年

轻人结婚、生育的意愿总体走

低。相比于老一辈，韩国年轻

一代的自我意识更强，对个人

生活品质的要求也更高。年

轻人对娱乐休闲、运动健身、

着装、美容等方面的消费需求

不断增长，且对品质和品牌也

有一定要求，所以想达到自己

相对满意的生活水平，日常花

销不少。

总体来看，在高物价、高

房价、就业问题凸显的情况

下 ，韩 国 个 人 消 费 不 减 反

增。尤其是年轻人，正普遍

过着“节源开流”的生活。虽

然，很多人已经对这一消费

理念有所反思，但受制于社

会大环境，大部分年轻人无

意也无力主动改变。正如很

多 人 在 接 受 记 者 采 访 时 所

言：“连养活自己都困难，如

何去结婚生子？”

另外，孩子谁来带的问

题也影响了生育意愿。在韩

国，母亲辞职带孩子是普遍

现象。但随着时代进步，愿

意当家庭主妇的年轻女性正

在减少。而且，韩国超六成

老 年 人 都 在 打 工 自 筹 养 老

费，帮忙照顾第三代的能力

有限。如果请育儿嫂，则又

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基于以上理由，韩国人口

负增长的趋势恐将长期化，其

对韩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

也将在未来逐步显现。韩国

《中央日报》报道称，劳动人口

减少将导致韩国潜在经济增

长率降低。有研究报告指出，

韩国生产能力会在 2020年至

2023年以每年 0.7%的速度降

低，2024 年以后将以每年 1%

的速度降低。

此外，老龄化加剧将导

致社会负担加重。未来，随

着劳动人口减少和老年人寿

命延长，需赡养的老年人的

比 重 将 大 幅 增 加 。 预 计 每

100 个劳动人口需赡养的 65

岁以上老年人人数将于 2030

年、2035年、2040年分别增长

至55人、66人、8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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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日前发布的数据

显示，2020 年 1 月至 11 月，

我国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

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159.6 亿

美元，同比增长 24.9%。在

百年不遇之疫情下，逆势上

扬的数据充分彰显了“一带

一路”的强劲韧性与活力，

展现出中国的主动作为与

大国担当，为全球经济“寒

冬”注入了一股暖流。

首先，“一带一路”架起

了抗击疫情的“生命通道”。

2020 年，“一带一路”合作伙

伴在疫情中相互支持、团结

抗疫、共同发展。中国积极

发挥全球抗疫物资最大供应

国作用，先后向 150 多个国

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 280 多

批紧急抗疫物资援助。数据

显示，2020 年中欧班列开行

突破 1 万列，去年前 10 个月

运量就超过 2019 年全年，成

为助力各国抗疫的“钢铁运

输驼队”。中国还通过“空中

丝绸之路”，向很多国家和地

区提供支持与帮助，疫情期

间累计运送防疫物资超过

1700吨。

其次，“一带一路”架起

了 经 济 复 苏 的“ 增 长 通

道 ”。 疫 情 期 间 ，“ 一 带 一

路”项目没有停滞，反而快

速复工复产。例如，中巴经

济走廊首个大型轨道交通

项目——巴基斯坦拉合尔

橙线项目于 2020 年 10 月正

式运营通车，开启了巴基斯

坦的“地铁时代”。同时，中

国同很多“一带一路”伙伴

国家建立了畅通货物流动的“绿色通道”，便利人

员往来的“快捷通道”，对保障“一带一路”相关国

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再次，“一带一路”架起了释放潜力的“共赢之

桥”。过去一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加快推

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非洲联盟关于共

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规划》等文件，为全球

经济加快复苏注入了新动能。目前，“一带一路”合

作已经在“丝路电商”、数字交通走廊建设、跨境光缆

信息通道建设、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等方面取得

不少成果。

岁寒知松柏，风雨见彩虹。疫情让各方携手共

建“一带一路”的决心更加坚定。2021年，中国将继

续张开双臂拥抱世界，更加重视与“一带一路”相关国

家的合作，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更强动力、更大空

间、更优路径，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更高质量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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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8 日，

在日本东京都

品川区，幼儿

园老师带着孩

子们在街心公

园玩耍。

本报记者

苏海河摄

2020 年，南亚新冠肺炎疫情总体严峻，包

括印度在内的南亚各国经济发展均遭受严重冲

击。世界银行近日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显

示，2020 年，南亚地区经济估计将萎缩 6.7%，

2021 年预计将增长 3.3%。由于疫情尚未得到

有效控制，加之失业率上升等问题短期内难以

解决，南亚地区的经济仍处于“寒冬”中。

区域大国复苏缓慢

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是南亚地区三大

主要经济体，同时也是该地区疫情情况最为严

峻的3个国家。

2020 年下半年，随着政府逐渐放开严格的

封锁措施，各国经济活动才出现反弹势头。尽

管如此，三大主要经济体的前景依旧难言乐观。

早在疫情暴发之前，印度 GDP增长就已出

现放缓势头，疫情来袭更让稳中有忧的印度经

济雪上加霜。《全球经济展望》显示，由于家庭支

出和私人投资大幅下降，印度 GDP预计在 2020

财年至 2021财年将下滑 9.6%，2021财年至 2022

财年才能恢复到5.4%的增速。

孟加拉国作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新兴市场

和发展中经济体之一，长期依赖制造业出口。

这一发展模式在疫情的冲击下尤为脆弱，经济

复苏自然较为缓慢。《全球经济展望》预计，孟加

拉国 GDP 预计在 2020 财年至 2021 财年增长

1.6%，2021财年至2022财年将恢复至3.4%。

巴基斯坦国内的财政整顿压力和服务行业

疲软将长期困扰其经济发展，复苏步伐料难提

速。《全球经济展望》预计，其 2020 财年至 2021

财年的 GDP 增长率为 0.5%，2021 财年至 2022

财年将恢复至2.0%。

区域小国遭遇重创

作为南亚地区小国，尼泊尔、马尔代夫、斯

里兰卡等国家的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旅游业。此

次疫情暴发给世界旅游业造成了严重冲击，南

亚小国的经济发展亦深受其苦。

以尼泊尔为例，尼泊尔政府原希望2020年本

国能接待200万名游客，但尼泊尔移民局的数据显

示，过去一年只有23万名外国游客赴当地旅游。

尼泊尔旅游业遭遇了1986年以来最差的一年。

尽管新冠肺炎疫苗研发已有了喜人进展，

但疫情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短期内难以消退。

例如，由于疫情期间的封锁措施，尼泊尔的酒店

长期处于关闭状态，经营普遍遇到严重困难，即

便重新开放也需要时间来恢复“元气”。

下行风险依旧存在

总体来看，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仍面临着

不小的下行风险。

世界银行虽然预测，2021年南亚地区 GDP

将增长 3.3%，但同时指出，这一预测的前提是，

从 2021年下半年开始向民众分发疫苗，并且疫

情在该地区没有大规模二次暴发。

未来，若想使经济尽快重回正轨，南亚各国

不仅需要警惕疫情发展情况以及其带来的负面

影响，同时还要警惕关键问题，比如金融体系的

脆弱性是否会让政府不得不削弱信贷供应力度

和财政支持力度、国内私人公司融资困难是否

会带来债务困扰、极端天气和气候变化又将给

本国农业等行业造成怎样的冲击……对经济亟

需复苏的南亚地区而言，眼下仍是严酷的寒冬。

南亚经济“寒冬”盘踞
本报记者 施普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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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势上扬的数据彰显了“一带一路”的

强劲韧性与活力，架起了抗击疫情的“生命

通道”、经济复苏的“增长通道”与释放潜力

的“共赢之桥”，展现出中国的主动作为与

大国担当。

在首尔的

社区游乐场里，

两名儿童正在

玩跷跷板。

本报记者

白云飞摄


